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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原为高等学校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全国统编教材。
第一版1980年出版。
随着教学改革的发展，继电保护课程在专业教学计划中地位的变化，以及教学时数的减少，根据教材
编审委员会要求进行了两次修订，第二版于1985年出版，第三版于1991年完稿1994年出版。
本书作为专业课教材和自学参考书，与大学本科电工理论基础、电机学、电子学、电力系统分析、电
力系统暂态过程等课程教材相衔接，系统地、由浅人深地介绍和论述了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基本理论
和应用基础。
由于本书的编写遵循继电保护技术发展的历史，强调了叙述的系统性、逻辑性和严密性，便于初学者
理解和掌握，因此出版以来深受高校师生和电力系统工程技术人员的欢迎，发行量已超过25万册。
本书第二版在1987年荣获水利电力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优秀教材奖。
　　自1991年第三版完稿以来，已经过了18年。
在这期间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继电保护技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尤其是微机保护的推广应用、计算机网络和光纤通信的普及，使继电保护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继电保护正在沿着微机化，网络化，保护、控制、信号、测量和数据通信一体化，后备保护和安全自
动装置的广域集中化和电流、电压变换的光学化的方向前进。
在此情况下，本书原有的内容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很多读者表示希望本书增加新的内容，以保持
继电保护学科的完整性和先进性。
中国电力出版社也提出了同样的希望。
正值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关于教材建设的规划中有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教材的选题，在中国电力
出版社的敦促和帮助下，申请了本书第四版的编写和出版并获得批准。
　　在本书的编写中，除了保证叙述的系统性和技术发展的连续性所必需者外，对已过时的内容做了
较大的删减，增加了微机保护、特高压交流输电线的保护、高压直流输电的保护与控制等内容；此外
还扩大了输电线路纵联保护和主设备保护的内容，以便和我国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的建设和大机
组的投入相适应。
　　书中第二章、第三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九节、第六章第十节、第九章第九节、第十二章和附录一
由李永丽编写，第四章由董新洲编写，第七、八、十、十一章和第五章第四、五节由李斌编写，其余
章节由贺家李编写。
贺家李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在编写过程中作者感到书中传统的继电器和保护装置构成的基本原理，如主要的电磁型、感应型
、晶体管型、集成电路型继电器的原理仍然不能完全删除。
一方面因为技术发展的历史不能割裂；另一方面对于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如不联系这些传统的继电
器结构和作用框图，则很难讲清楚。
如果这些基本原理都用微机保护的软件流程图讲解，很难给初学者一个清晰的概念和感性认识。
相反的，如果通过这些传统的继电器结构和作用框图掌握了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读者将很容易用微
机保护的软件将其实现。
因此本书在基本原理的讲述中仍沿用传统的讲述方法，但尽可能地将传统的、过时的内容删减，而将
微机保护进行系统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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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着重阐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分析方法和应用技术。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阐述作为继电保护硬件系统的几种主要继电器的作用原理、分析方法和整定原则。
第三～七章阐述电网的相间电流、电压保护，输电线路的接地保护，输电线路的距离保护、纵联保护
和自动重合闸。
第八～十一章阐述电力系统的主设备保护、母线保护和电动机保护。
第十二章介绍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保护与控制。
在附录中介绍了继电保护装置的主要试验技术，如动态模拟试验和RTDS数字仿真试验的原理和方法
，给出了GB 14285—2006《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关于继电保护可靠系数和灵敏系数的
规定，给出了与继电保护有关的IEEE的设备代号和有关的中英文名词对照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相关专业本科教材和硕士生学位课参考书，亦可供从事继
电保护工作的科技人员参考和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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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速动性　　快速地切除故障可以提高电力系统并联运行的稳定性，减少用户在电压降低情况下
工作的时间，以及缩小故障元件的损坏程度。
因此，在发生故障时，应力求保护装置能迅速动作切除故障。
动作迅速而同时又能满足选择性要求的保护装置，一般都结构比较复杂，价格比较昂贵。
在一些情况下，允许保护装置带有一定的延时切除故障。
因此，对继电保护速动性的具体要求，应根据电力系统的接线以及被保护元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下面列举一些必须快速切除的故障：　　（1）根据维持系统稳定的要求，必须快速切除的高压输电
线路上发生的故障；　　（2）为了限制特高压线路的过电压持续时问。
必须快速从两端同时切除故障；　　（3）使发电厂或重要用户的母线电压低于允许值（一般为0.7倍
额定电压）以下的故障；　　（4）大容量的发电机、变压器以及电动机内部发生的故障；　　（5）1
～10kV线路导线截面过小，为避免过热不允许延时切除的故障；　　（6）可能危及人身安全、对通
信系统或铁道系统有强烈干扰的故障等。
　　故障切除的总时间等于保护装置和断路器动作时间之和。
一般的快速保护的动作时间为0.02～0.04s，最快的可达0.01～0.02s；一般的断路器的动作时间为0.06
～0.15s，最快的可达0.02～0.04s。
　　3.灵敏性　　继电保护的灵敏性，是指对于其保护范围内发生任何故障或不正常运行状态的反应
能力。
满足灵敏性要求的保护装置应该是在事先规定的保护范围内部故障时，不论短路点的位置、短路的类
型如何，以及短路点是否有过渡电阻，都能敏锐感觉、正确反应。
保护装置的灵敏性通常用灵敏系数来衡量，它主要取决于被保护元件和电力系统的参数和运行方式。
在国家标准GB14285-1993《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中，对各类保护灵敏系数的要求都作
了具体规定（参见附录二）。
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各章中还将分别予以讨论。
　　4.可靠性　　保护装置的可靠性是指在该保护装置规定的保护范围内发生了它应该动作的故障时
，它不应该拒绝动作，而在任何其他该保护装置不应该动作的情况下，则不应该误动作。
　　可靠性主要取决于保护装置本身的质量和运行维护水平。
一般说来，保护的原理完善，装置组成元件的质量越高、接线越简单、模拟式保护回路中继电器的触
点数量越少，保护装置的工作就越可靠。
同时，精细的制造工艺、正确地调整试验、良好的运行维护以及丰富的运行经验，对于提高保护的可
靠性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继电保护装置的误动作和拒绝动作都会给电力系统造成严重的危害。
但提高其不误动的可靠性和不拒动的可靠性的措施常常是互相矛盾的。
由于电力系统的结构和负荷性质的不同，误动和拒动的危害程度有所不同，因而提高保护装置可靠性
的着重点在各种具体情况下也应有所不同。
例如当系统中有充足的旋转备用发电容量、输电线路很多、各系统之间和电源与负荷之间联系很紧密
时，由于继电保护装置的误动作，使发电机、变压器或输电线切除而给电力系统造成的影响可能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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